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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随着本科生数量的急剧增长，就业压力越来越

大，本科生选择考研的比例逐年加大。毕业生考研

情况继而成为衡量一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

指标[1]。其中，二本类院校的考研增长速度较快，A

学院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（地处安徽省），近年来充

分重视考研率的提升，其考研情况具有较强的代表

性，现将 2019 届本科毕业生的考研数据作简要分

析，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考研成功率的具体对策，

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。

1 考研情况分析

1.1 考研率

考研率是指考取人数与毕业生人数之比[2]。A

学院2019届本科毕业生共计4 250人，744人考取研

究生，全校考研率达 17.5%。二级学院中农学院考

研率最高，达 35.7%；其次为动物科学学院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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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8%；考研率较低的学院分别为管理学院、信息与

网络工程学院和财经学院，考研率分别为 2.9%、

4.3%和7.5%（表1）。

从专业来看，考研率大于30%的专业有7个，分

别为种子科学与工程、农学、动植物检疫、动物医

学、农艺教育、环境工程和动物科学专业，其考研率

分别达 56.3%、42.5%、41.4%、36.0%、31.5%、30.9%

和30.8%，分别分布在农学院、动物科学学院和资源

与环境学院，上述 3个学院拥有的传统优势学科较

多。考研率小于 5.0%的 6 个专业分别是国际经济

与贸易、机电技术教育、市场营销、网络工程、公共

事业管理和物流管理，其考研率分别为3.1%、3.0%、

2.5%、2.2%、1.4%和 1.3%；财务会计教育和计算机

科学与技术 2个专业的考研率为 0（表 2）。从以上

可以得出，不同学院和专业的考研率差别较大，这

可能与学生的能力水平、考研氛围的营造和不同学

科的考研难度系数有关。

1.2 考取的硕士研究生类别

毕业生中有 398 人考取学术型研究生，346 人

考取专业型研究生，考取学硕和专硕人数的比例

为 1.15:1，说明考取学硕学生人数稍大于专硕人数

（图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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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各二级学院的考研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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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各个二级学院来看：（1）生命与健康学院考

取的研究生学硕占比为94.4%，专硕为5.6%；化学与

材料工程学院考取的学硕占比为 64.2%，专硕为

35.8%，这是考取学硕占比较高的2个学院；（2）考取

专硕占比较高的学院为机械工程学院、外国语学

院、财经学院、信息与网络工程学院和动物科学学

院，其专硕占比分别为 87.5%、76.5%、73.7%、72.7%

和69.5%（图2）。

总体来说，A学院2019届毕业生考取学硕和专

硕的学生数占比相当。从专业来看，理学类专业以

学硕类招生为主，学硕占比较高，工科类等专硕招

生规模逐渐扩大，因此A学院2019届理学类专业考

取学硕占比较高，工科类等专业考取专硕占比较

高。另外，学生报考第1志愿学校的学硕录取不上，

有的还可以校内调剂为专硕，这就导致竞争水平总

体不高的考生最终录取为专硕的比重逐年增大。

1.3 考取院校办学水平

A学院 2019届毕业生中 2人考取国外高校，占

考取总人数的0.3%；30人考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

校，209人考取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，分别占4.0%

和 28.1%；503 人考取国内非“双一流”普通本科高

校，占比67.6%（表3）。

由表 4可知，13个二级学院考取非“双一流”普

通高校的研究生占比大于 50%，其中财经学院、农

学院、建筑学院、食品工程学院、动物科学学院和机

械工程学院位居前6位，占比均大于70%，可能是上

述学院学科专业进入“双一流”建设的高校相对较

少，所以学生考进“双一流”高校竞争激烈，难度较

大。信息与网络工程学院、管理学院、人文学院、生

命与健康学院和资源与环境学院考取“双一流”高校

人数占比均高于40%，可能是上述学院所辖专业进

入“双一流”高校建设的较多，只要本科阶段努力学

习，打好基础，进入“双一流”高校深造的机会较大。

1.4 考取院校的区域性

由图 3 可见，考取的研究生中有 310 人进入一

线城市深造，以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等超大城市为主，

占比41.7%；248人进入二线城市，以合肥、扬州等大

城市为主，占比 33.3%；考取三线城市高校的有 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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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考取各层次高校人数及占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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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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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以本省（安徽省）和江浙等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为

主，占比 12.8%；61 人选择留在本校读研，占比

8.2%；21人选择四线城市，占比2.8%；极少数的9人

考取五线城市的研究生，占比1.2%。

从表 5可见，考取一线城市占比较大的为信息

与网络工程学院、资源与环境学院和食品工程学

院，分别达 72.7%、70.6%和 67.9%，而考研率较高的

农学院和动物科学学院考入一线城市的占比仅为

28.5%和 29.5%；考取二线城市占比较大的为建筑

学院、生命与健康学院、化学材料与工程学院、农学

院和动物科学学院，分别为 57.9%、47.9%、41.8%、

41.5%和 41.0%；考取三线城市占比较大的为财经

学院、管理学院、人文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和化学与

材料工程学院，分别为 34.2%、33.3%、24.2%、23.6%

和 19.4%；考取本校研究生以动物科学学院和农学

院占比较高，分别为 20.0%和 15.4%。从上可以看

出，一线和二线城市分布学生最多，仍然是当前和

今后的考研聚集地。为进一步提高考研率，部分竞

争激烈的专业可以在报考时考虑三、四线城市和本

校报考。

表5 二级学院各类城市考取人数及占比

财经学院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

动物科学学院

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
管理学院

机械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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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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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

14

24

31

23

4

31

13

35

16

28

38

9

8

36

占比/%

36.8

45.3

29.5

34.3

44.4

43.1

34.2

28.5

48.5

39.4

67.9

52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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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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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16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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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16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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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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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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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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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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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9

17.6

0.0

15.7

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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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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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10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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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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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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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7

19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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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

8.1

24.2

8.5

8.9

11.8

9.1

3.9

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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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0

1

0

3

0

7

0

2

0

1

1

1

占比/%

2.6

7.5

0.0

1.5

0.0

4.2

0.0

5.7

0.0

2.8

0.0

5.9

9.1

2.0

人数

0

0

3

2

0

0

0

1

1

1

0

1

0

0

占比/%

0.0

0.0

2.9

3.0

0.0

0.0

0.0

0.8

3.0

1.4

0.0

5.9

0.0

0.0

人数

3

2

21

0

0

5

2

19

0

0

3

1

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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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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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对策分析

2.1思想引领为先

从目前来看，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普

遍对自己未来前途缺少规划，学习目标模糊，学习

后劲不足[3]。因此，要利用一切机会开展思想教育，

教育学生深切感悟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道理，让其入

脑入心，拼搏付出必定成就美好人生。

2.2 建立专业自信、提早谋划考研

2.2.1 帮助学生建立专业自信

学生只有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足够的了解，

才能建立专业自信。因此，各个专业教师要充分利

用好一年级的入学教育，深入挖掘该专业与国民经

济建设主战场和世界学术前沿等的密切联系。列

举本专业社会知名人物服务社会、做出巨大贡献的

实例供学生学习，邀请本专业知名科学家到校为学

生开展学术讲座，逐步增强学生对本专业的认同

感，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通过刻苦学习，不断拼搏进

取，持之以恒地坚持，方可学好专业，才能最终实现

人生价值。建立学术导师制度，在一些专业问题和

考研深造等方面，学生可以得到专业导师及时的扶

持和帮助[4]。

2.2.2 明确考研的初衷，提早谋划

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”。考研同样需要提早

谋划。每位学生从大二开始就要准备英语，通过英

语四、六级考试，打好考研的英语基础。大三上学

期结束前要确立好考研的方向和学校，要让学生知

道考研的抉择是选学科，不是选学校，因为好的学

校也有弱的学科，综合排名不靠前的学校也有强势

学科。大三下学期开始就要认真备考，确保时间和

精力投入有保证。考研难度较大的经管类、文法类

更是要提前准备，可以适当错开一、二线城市报考，

以提高考研的成功率[5]。

2.3 知己知彼，科学抉择

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水平，系统梳理招生的

学校和方向，做到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。选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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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一定是自己非常熟悉的，同时也是自己非常感

兴趣的，愿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。要通过系统比

较，得出自己要报考的二级学科，选定后登录“中国

研究生招生信息网”选择学校，同时看具体的研究

方向，可以多备选几个，最终抉择。遴选出杰出人

才多、研究平台好的学校报考，但是也要根据自己

的实力去综合考量。有的学校很好，竞争也同样激

烈。本校同一个专业的同学，选学校和专业时要避

免自我“撞车”，主动错开谋求个人发展。建议不要

低估自己的水平，选择稍微高出自己水平的学校，

这样学生通过努力奋斗，考上的可能性很大。

2.4 弘扬刻苦学习的学风，养成坚持学习的好习惯

选好专业方向和学校后，要做足准备，毫不松

懈地做好工作。考研是一个对体力、能力和毅力的

综合考查。唯有不怕吃苦、刻苦学习，甘于坐冷板

凳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考研成功。坚持是考研成

功的“法宝”，善始善终，养成坚持学习的好习惯，就

一定能实现考研的目标。

2.5 提前科研训练、科研助考研

学校要建立制度，鼓励学生早日参与教师的科

研课题，一边当教师的科研助手，一边完成毕业论

文，提前做好“热身”。通过系统的科研训练以及和

老师的交流，逐步培养专业兴趣，这对提高学生的

考研率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3 结语

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量的逐渐扩增，需要考研

深造的本科生数量也在不断增长。作为地方性应

用型高校A，其考研率较高，达到 17.5%，但仍存在

提升的空间。从前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，传统优势

学科学生的考研率较高，而经管文法类、信息计算

机类等考研率较低。为此，应当从思想引领、建立

专业自信、科学抉择、坚持学习和科研助考研等方

面努力提升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考研率。

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A校考研情况，并最终提出的

解决对策可为同类型学校做好考研工作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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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40%、考试成绩为40%，实践创新成绩则占20%。

新的考核方式有利于学生注重平时积累，深入理论

学习，培养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。

4 结语

基于“微课”和“翻转课堂”的新的教学方法和

模式以学生“学”为主体，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。本

文结合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特点，探索了教学内

容、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方案，以工程实践

创新项目推动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弱化应试

的学习方法，引导学生学以致用，独立思考，拓宽视

野，提高创新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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